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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走进商南县青
山镇吉亭村猕猴桃采摘园，一
株株粗壮的猕猴桃藤蔓上绿
叶葱郁，硕果累累。一个个果
型饱满、大小匀称的猕猴桃沉
甸甸地压弯了枝头，果香四
溢。趁着天气晴好，种植大户
杨金瑞正在藤蔓间抓紧采摘。

2017 年，吉亭村采取“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
猕猴桃产业，杨金瑞就是第一

批种植猕猴桃的村民，她承包土地发展 130 亩猕猴桃，引
进黄心“金艳”、绿心“瑞玉”两个优良品种，年产量约 25万
公斤，产值约 210 万元，并建了一座 60 平方米的水果保鲜
库，可一次性储存 50吨猕猴桃。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
带动周边 15户村民户均年增收 3000元。

由于今年雨水充足，猕猴桃长势喜人，每
天都有 10 多人在基地务工，女工一天 90
元，主要从事采摘和分拣。男工一
天 150 元，主要从事运输、包装、上
车。杨金瑞一边采摘一边向其
他工人介绍采摘的技巧：“采
摘猕猴桃时要用巧劲儿，握住
果实轻轻向上一抬就能摘下
来，采摘的时候要注意保护
果 实 ，不 能 强 行 硬 拽 ，以 免
伤了藤枝。”

吉亭村是适宜猕猴桃生
长的优生区之一，土壤肥沃、
日照充足，产出的猕猴桃个大、
多汁、甜度高，每年产出的猕猴
桃都赢得了消费者和客商的好评。

“猕猴桃长势喜人，个大饱满，今
年又是个丰收年。吃过我们村猕猴桃
的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如今，我们
逐渐打造自己的品牌，猕猴桃销路不
愁。”在基地查看猕猴桃长势的吉亭村
党支部书记杨立高兴地说。

近年来，吉亭村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猕猴桃产业，猕猴桃种植面积达
300 多亩，主要以“金艳、瑞玉”品种为
主，年产量逾 50万公斤。

产业发展起来了，吉亭村带动群
众致富还有妙招。“我们采取‘公司+

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融合发
展模式，以支部带动、支书带领、党员带头、群众跟随的‘三
带一跟’工作模式，积极引导党员干部率先垂范，通过示范
带动、党员联系帮带等形式，盘活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
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杨立说。

吉亭村还通过党支部领办了专业合作社 2 个，党支部
书记还带领 6名党员发展生猪养殖、中药材、猕猴桃、香菇
种植等产业，有党员致富带头人 3 人，带动全村 300 多户
1300 多名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吉亭村村集体经济年收益
达 20多万元，农户分红 30多万元。

“去年我家分红 2000 元，平时又在村里的果园和养
殖场打些零工，一年的收入也就将近 2 万元，我现在不用
外出打工了。”村民李刚笑着说。

吉亭村的猕猴桃产业园不仅是游客休闲观光、农耕体
验的好去处，也成为农旅融合的引领园和“党建+产业”的
示范园。今后，青山镇将以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出

发点，以群众增收致富为立足点，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特

色产业发展，不断激发群众增收致富的
信心和发展的内生动力，全力以赴激

活乡村新动能。

硕果满枝迎丰收硕果满枝迎丰收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舒舒 娜娜

沐浴在晨光中的商州区北宽坪镇秋意正浓，五彩斑
斓。10 月 31 日上午，北宽坪镇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
们是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办主任顾鹏一行。

跨越千里，协作情深；心有大爱，无问西东。顾鹏一
行从千里之外的仙林街道风尘仆仆地赶到北宽坪，便走
进商洛守望大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宁商协作帮扶项目
现场，实地查看宁商协作资金运行和企业运营状况，就农
旅融合项目进行深入沟通，双方就消费扶贫达成共识。
看到投入的 200 万元资金支撑北宽坪镇发展起 7 个项目，
撬动资金额度超过 1000 万，目前部分项目已经落地运营
让当地群众受惠，他们当场与北宽坪镇就 2024 年的协作
帮扶初步达成共识。

北宽坪镇地处蟒岭绿道核心区，全镇 10 个村 4800 多
户群众，辖区内山大沟深，林木资源丰富，全镇以种粮、中
药材、食用菌等为主导产业，当地的玉米糁、香菇、木耳、野
菊花等特色产品种类繁多。长期以来，由于分散在各家各

户，没有统一的销售渠道，尤其是玉米糁、红小豆等特色农
产品的对外销售渠道一直是空白。近几年来，北宽坪镇依
托自然资源和境内的红色革命基地，提出了“红色宽坪，绿
色发展”的理念，迈开农旅融合步伐。目前，全镇种植菊芋
800亩，种植油菜 3800亩，发展食用菌 140万袋。

苏陕一家亲，携手共振兴。2022 年，借助苏陕协作的
春风，北宽坪镇与仙林街道建立了帮扶关系，仙林街办每
年给予北宽坪镇帮扶资金 100 万元。如何让 100 万元的
帮扶资金效益最大化？北宽坪镇党委、政府经过研究与商
讨，决定结合镇上的发展思路，把有限的资金分批投在绿
色产业上。他们以苏陕协作资金为引子，通过招商引资、
联合省市农业项目资金、吸纳民间资本等形式，扶持一批
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给群众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发展是第一要务，项目是第一支撑。2022 年，镇上确
立了陕西湘聚鑫环保有限公司菊芋秸秆生物质颗粒燃料
深加工项目、陕西利盛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农副产品菜籽

油深加工项目和农兴村种牛养殖基地项目。在 100万
元苏陕协作资金的“引流”下，总投资 840 万

的 3 个项目陆续建成运营。2023 年，镇
上又确立了商洛守望大山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农产品初加工销售
项目、郭湾村五味子中药

材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商洛脉源泽丰中药材续建项目以及以改善乡村环境、提升
乡村形象为目的的广东坪村通村路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这些项目已全部完工，总投资达 800 万元，效益逐步
显现。

位于农兴村的陕西湘聚鑫环保有限公司是 4个村集体
经济“抱团发展”的一家以菊芋秆、玉米秆、食用菌渣等废
料为原材料，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企业。走进生产车
间，隆隆的机器声轰鸣，戴着防尘面罩的工人将一车车菊
芋秸秆、树枝粉碎原渣倒入机器，通过压缩，形成小小的圆

柱形颗粒，经过传送带进入冷却箱中。据企业负责人付卫
臣介绍，目前企业每月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 700 吨，由于
为绿色无污染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农兴村党支部书记王军龙介绍，去年 11 月份以来，陕
西湘聚鑫环保有限公司运营情况良好，他们“抱团发展”的
4 个村每年有 15 万元的分红。更重要的是现在村民田间
地头的秸秆全部变现，户均每年增加 700 元的收入，村里
的环境卫生也大为改观。

在商洛守望大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主播正在直
播间介绍大山里的农产品——北宽坪的空心挂面、野菊
花、香菇酱等。在他的面前，摆放着土鸡蛋、土蜂蜜、木耳、
腊肉等 10 多种商洛甚至安康的农特产品。公司法人张新
虎介绍，当时他们就是看中了北宽坪镇丰富的农产品资源
和当地旅游对消费的带动作用。公司从今年 6月份开始运
营，目前推广的产品有 40 多种，总销售额达 60 万元以上。
端午、中秋等销售旺季，吸纳了当地 10 多名劳动力在此打
工。目前公司推出了“托管代养”的模式，向 200 多户农户
发放 6000 多只鸡仔，每只鸡仔补贴 5 公斤玉米，随后公司
统一购回鸡蛋和成鸡，通过这种方式与农户实现共赢。

北宽坪镇镇长郭双双说：“目前，这 7 个苏陕协作项目
覆盖了 6 个村。随着一些产业项目的实施，使新的业态与
原产业深度融合，有效延伸了辖区主导产业的链条，增加
了群众的收入。尤其是苏陕协作资金及时有效投入，为镇
上争取其他项目奠定了基础，从而撬动了千万元的资金来
加快北宽坪镇的发展。这些项目的落地运营初显成效，进
一步坚定了镇村干部的发展信心，也让我们明确了未来的
发展方向，促使乡村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乡村面貌焕然一
新，激活了北宽坪发展的一江春水。”

巧借东风快行船巧借东风快行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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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丹凤县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为动力，由传统的农业、工业向智能化、数字
化、科技化转变。截至 2023 年三季度末，丹
凤县建设 5G 基站 542 个、新能源充电站 7
个，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农业科技
智慧园区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列入发展
计划，并有条不紊实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的加快，促进丹凤县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的步伐。

作为“十四五”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将是丹凤县提质增效的有力抓
手。新型基础设施作为信息技术时代的产
物，由电子芯片、计算机存储、软件代码等组
成中枢部分，与传统基础设施50年至100年
的设计寿命不同，其迭代和更新速度要与信
息技术发展速度相匹配，具有更新速度快、开
发周期和使用寿命较短的特征。多年以来，
丹凤县因人才和经济条件较为薄弱，发展进
度很难跟上最新信息技术的更替速度。

如何制定合适的发展目标和分期实施计
划，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问题。新型
基础设施包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
和创新基础设施 3 个方面，涉及 5G 基站建
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
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7大领域，内容广且复杂。丹凤县
自然和经济条件有限，选择适合的新基建内
容是建设关键点，大范围的新基建往往会造
成资源浪费，而过少的新基建又无法在社会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专项规划是以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基础，侧重对国家和
省、市级规划的落实与实施。县区级新型基
础设施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是落实国家和省、
市空间规划和有关新基建政策指导和要求
的最终环节和载体，使县区可以更好地迎接
新一代的技术变革，逐渐向数字化和智能化
发展。目前，丹凤县只提及了新基建相关内
容，并没有在公众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进
行明确要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尚未完全
编制结束，这使得新型基础设施国土空间专
项规划处于缺乏上位规划指导、发展导向、
底线约束和管控力不足，而下位规划又亟须
指导的尴尬处境。

新基建是科技创新驱动，大多属于新技
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
配套内容，尤其是信息类新型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软
件平台支撑，这些投入对丹凤县来说是一笔不菲的费
用。丹凤县投资建设主体单一，财政基础相对薄弱，传
统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政府为主体，民间投资存在较
高的准入门槛。

客观冷静分析后发现，基础条件薄弱，难以跟随科
技脚步；建设范围广泛，无法确立规划重点；上位规划
指导缺失，实施层面传导力不强；资金需求量大，但投
资建设主体单一等因素，成为制约丹凤县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瓶颈。

找到了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开出“良方”。

丹凤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可以基
于近些年人口变化分析及未来人口规模预
测的结果而确定。2019年，丹凤县出现人口
下降的趋势，由 2018 年的 30 万人降至 25.8
万人，降低率为 14%，并且直到 2022 年均为
下降趋势。预测丹凤县人口在未来5年将会
有所回涨，但涨幅不会太大。因此，丹凤县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以实现近5年稳步增长
为主要目标，结合基建条件较为薄弱、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特点，实行存量与增量
并重发展的规划策略，杜绝过度超前，充分
利用存量，适当发展增量，避免大量的投入
与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丹凤县旅游资源丰富，但整体社会经济
水平受工业基础、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资金
等因素的影响，一直处于全省中等水平。根
据“十四五”规划中高质量创新发展的目标
和社会经济发展建设条件，可建设的新型基
础设施有 5G 基站、智慧化城区、充电桩、智
慧产业体系四大内容，其中将 5G 基站和智
慧产业作为规划重点。通过分析丹凤5G基
站布局场景、业务密度、服务半径、服务容量
等建设标准及要求，预测未来需要的基站站
址规模，以实现“城市和城镇全面覆盖，行政
村基本覆盖，重点应用场景深度覆盖”的建
设目标进行规划布局。应选取县域特色农
业和区位、资源、经济发展基础条件较好的
支柱工业，发展智慧农业和智慧工厂，以农
业苗木培养、检测和种植全程智能化管理，
工厂信息采集、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控制以及
设备联动的需求布局相应基础设施，通过智
慧产业的技术改革，带领智慧化城区等其他
领域创新发展。

由 于《丹 凤 县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尚未完全编制结束，因此，丹
凤县新型基础设施的专项规划应采取向上
延伸和向下细化的策略。向上是基于国土
总体空间规划阶段性成果中的战略定位、空
间管控要求和重要基础设施布局，对接中心
城区基础设施规划，形成在地化的新基建布
局。向下根据用地现状和规划建设标准，厘
清新基建规划目标，有序、有重点地推进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为了使新基建
更好地落地实施，可搭建高效的沟通平台，
定期开展相关部门协商会议，与直接利益相

关职能部门开展线下沟通会的形式，相互商议决策，对
非直接利益相关职能部门采取征求意见的方式。各部
门之间应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共建共享，避免资源浪
费和矛盾冲突。

为了能更好地投入规划建设实施，丹凤县应摒弃传
统的依赖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资金筹措方式，开放市场，
吸纳更多的私人资本，模仿广州、长沙、福州等城市引入
PPP等模式，多方共同投资建设，政府在其中发挥调控作
用，设定布局建设规则，把控审批手续，不越位、不缺位，
升级监管与调控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做好统筹规划，明
确开发时序和发展重点，考虑实际，避免盲目硬上而导致
无效投资或产能过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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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宽坪镇地处蟒岭绿道核心区北宽坪镇地处蟒岭绿道核心区，，环境优美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交通便利，，已成为投资已成为投资、、创业的热土创业的热土。。


